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峇迪行业里的土生华人

中印尼友好合作：从中国外长秦刚访问印尼

本文主要是描述中国外长
秦刚访问印尼，探讨了印尼和中
国在南海问题、地区经济、安全
等领域的合作和意义。同时从
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解释
了本次访问的影响和意义。最
后提出了印尼表明对中国友好
的方式，包括加强经济合作、推
进人文交流、参与南海问题的解
决、推进地区安全合作。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于2023
年2月21日至23日访问了印度
尼西亚，这是他当外交部长首次
访问该国。此次访问的目的是加
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
系，包括经贸、政治和人文领域。

作为亚洲两个大国，中国和
印度尼西亚一直都有着密切的
联系。中国是印度尼西亚最大

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两国
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此
次访问中，秦刚和印度尼西亚各
部长就如何加强两国经贸合作
进行了讨论，希望能够进一步促
进双方的合作关系。

此外，秦刚还表示，中国愿
意与印度尼西亚一起推进“一带
一路”倡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和互联互通。这也符合印度尼
西亚的发展需要，两国在这方面
的合作将有利于促进亚洲的经
济一体化。

除了经贸方面，秦刚还会与
印度尼西亚高层官员就政治、文
化和人文交流等领域进行讨
论。这些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
谊，促进双方的相互尊重和合
作。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的访问
对于中印尼两国之间的合作和
友谊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继
续加强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
向前发展。

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和与
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印度尼西
亚在区域经济和安全合作上的
作用不容忽视。今年，印尼将担
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这也为印尼
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更多
的机会。

在经济方面，印尼和中国的
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是印尼最大
的贸易伙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
不断增长。印尼也希望能够吸引
更多的中国投资，加强双方在基
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的
合作。此外，印尼还希望能够与
中国加强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方
面的沟通和协调，推进东盟与中
国自贸区等协议的谈判和签署。

在安全领域，印尼和中国也

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都
是南海争端的相关方之一，而且
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南
海争端。今年3月，印尼将推进

“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这是一
个旨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的重要机制。印尼和中国都积
极参与该机制，有望通过磋商达
成共识，为南海地区的稳定和发
展做出贡献。

除了南海问题，印尼和中国
还有着共同的反恐、打击跨国犯
罪等安全合作领域。这些合作
都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互信
和友好关系，并为整个地区的和
平稳定做出贡献。

总之，印尼和中国在区域经
济和安全合作方面有着广泛的
合作空间和潜力。两国将继续
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地区的和
平、稳定和繁荣。

中印尼两国在南海问题上
的立场虽然有所不同，但两国都
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南海争
端，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国一直强调南海问题应
通过直接当事国的对话谈判解
决，反对外部干涉，这是中国的
一贯立场。同时，中国也一直致
力于与东盟国家加强沟通合作，
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等机制维
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此外，
中国还支持各国在南海问题上
通过和平磋商，共同推进南海地
区的和平与发展。

对印尼来说，作为南海争端
的非直接当事国，印尼也一直倡
导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并致力于
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同时，印尼也欢迎中国在南海地
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促进南海
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虽然中印尼在南海问

题上的立场有所不同，但双方都
有着共同的愿望，即维护南海地
区的和平稳定。通过加强沟通
合作，增进互信，双方可以更好
地理解彼此的立场和利益，进一
步增强互信和合作，为南海地区
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印尼提
供更多的安全感。

然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对南
海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
先，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南海地
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在中
国国内，和平崛起已成为国家重
要的战略目标，中国强调维护南
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通过协商谈
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南海争端，这
有助于降低南海地区的紧张气
氛。

其次，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为
南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积
极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不
断发展，中国已成为南海地区的
重要经济伙伴，中国的市场需求
和投资对南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有著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
南海地区的国家提供了更多的
发展机遇。

此外，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促
进了南海地区的区域合作。中
国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等
机制，与东盟国家加强合作，共
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推
动南海地区的共同发展。

最后，中国的和平崛起对南
海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对
于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都有
着积极的意义。

对于两国关系，笔者试图从
不同的视角解释。在现实主义
理论的视角下，印尼与中国在南
海的合作可以被视为一种实用
主义合作，即在自身国家利益的
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进

行的合作。双方都面临着南海
地区的复杂局面和日益增长的
安全压力，为了维护南海地区的
和平稳定和各自的利益，双方选
择通过沟通协商和加强合作来
解决南海争端和降低紧张局
势。在这种实用主义合作中，双
方不必对彼此的价值观和政治
制度进行过多的关注，而是更关
注各自的国家利益。

在自由主义理论来分析，印
尼与中国在南海的合作可以被
视为一种制度合作，即双方通过
共同的制度机制和规则来实现
共同利益。例如，双方都支持通
过“南海行为准则”等机制维护
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共同促进
南海地区的发展。这种制度合
作需要双方在共同的价值观和
政治制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契合，
但也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弥补
差异，实现合作。

印尼与中国在南海的合作
可以被视为一种实用主义合作
和制度合作的混合形式。双方
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通
过共同的制度机制和规则，为南
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另外，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
理论的视角下，国家是国际政治
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国际政治被
视为一种权力竞争的竞赛。秦刚
的访问可以被解释为中国在南海
地区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努力，
以及中国在亚洲地区扩大影响力
的努力。在这种视角下，印尼是
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国家，对中国
的影响力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然而自由主义理表明，国际
政治是一种合作与互动的形式。
秦刚的访问可以被解释为中国和
印尼在互动中增进相互了解，沟

通协调政策，推动亚洲地区和平
稳定的努力。同时，中国也可以
通过与印尼的合作来实现互惠互
利的合作，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笔者认为国际政治被视为
一种共同构建的社会实践。秦
刚的访问可以被视为一种国际
社会实践，通过双方的互动和合
作来构建亚洲地区的合作与共
赢的格局，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
谐稳定的亚洲地区。

当国际体系中出现新兴大
国，其对现有霸权国家的挑战将
会引发体系的变革。在这样的
背景下，新兴大国将会寻求获得
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从而对国
际体系的运作产生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作为
一个新兴大国，在过去几十年中
不断地提升其经济和军事实力，
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提高，
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日益
加强。这种情况在中国周边国
家中尤其明显，例如印尼、越南
等国。

这次中国外长秦刚访问印
尼的行程，可以说是权力转移理
论的一个具体体现。中国和印
尼的合作已经开始带来实际的
好处，例如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共同维护南海安全稳定等。这
些合作对印尼等国家的经济和
安全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也
表明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
系正在发生变化。

然而，笔者也认为，新兴大
国和现有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产生对抗和矛盾。因此，
中国需要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
时，注重周边国家的安全和利
益，以建立稳定和平的国际环
境。这样才能够确保中国的和
平崛起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

看南海、地区经济与安全

Harryanto Aryodiguno,
Ph.D (Lecturer 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y Programs,
President University) 赖 剑 文
博 士 ，印 尼 总 统 大 学 国 际
关係学系助理教授

峇迪行业的华人名流
一直以来，印尼峇迪爱好者

中很少有人知道土生华人峇迪

商的存在，因为并非所有的土生
华人峇迪商都会在产品上署
名。此外，文化研究人员鲜有记
录和追溯土生华人峇迪商身份
的意识。

图表 5 提供了 1900 年至
2013年期间部分土生华人峇迪生
产商的名字。由于可靠数据和信
息来源有限，加上时间紧迫的缘
故，故上述名单还远未完整。尽
管如此，在印尼的峇迪中心一般
都可以了解到土生华人峇迪人物
的名字。他们通过各自代表的地
区/区域的峇迪产品的生产、推广
和宣传，参与了印尼峇迪的发
展。为了提高印尼峇迪的生产效
率、产品质量和设计风格，他们还
参与并开发许多创新技术。

土生华人峇迪商的设计和
技术创新，包括：

1）在峇迪生产中使用丝绸
面料，如朱瓦纳（Juwana）和拉森
（Lasem）出产的丝绸峇迪披肩
“绿蚕（Lok Can）”。

2）在印尼的一些地区，特别
是井里汶（Cirebon）、南安由（In-
dramayu）、北 加 浪 岸（Pe-
kalongan）、三宝垄（Semarang）、
拉森（Lasem）、淡目（Demak）、古
突士（Kudus）和杜板（Tuban），峇
迪的设计图案和色彩受到中华

文化的影响。
3）引进印染峇迪技术。
4）引进人工合成染色技术。
5）格东武尼（Kedungwuni）

的黄士俊（Oey SoeTjoen）创作了
三维渐变效果的峇迪设计。

6）北加浪岸的郑智锡（The
Tie Siet）引进了土壤风(Tanahan)
设计风格，这是一种细致紧密的
峇迪图案。

7）梭罗的吴德宣（Go Tik
Swan），即巴能巴汉·赫佐纳戈罗
（Panembahan Herdjonagoro）创

作了将内地峇迪风格和沿海峇迪
风格完美结合的“印尼峇迪”。

8）雅加达的陈叔民（Tan
Siok Bin），即约瑟芬·科玛拉
（Josephine Komara），也称欧宾
（Obin）将传统的纺织技术、峇迪
工艺与国际消费者易于接受的
时尚风格相结合，使得传统峇迪
设计走向现代化。

结语
1800 年以前，印尼土生华

人社会就已经有生产和消费峇
迪布的现象。从 19 世纪初开

始，他们从购买峇迪布作为日常
服饰的消费者，转而从事峇迪生
意，进而发展成为具有土生华人
特色的峇迪工业，特别是在爪哇
北部沿海地区。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政治
经济形势的变化，土生华人峇迪
工业的发展经历了起伏跌宕。不
过可以肯定的是，土生华人峇迪
商在印尼峇迪的发展过程中，无
论是峇迪的生产技术、设计还是
销售方面，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印尼峇迪获得国际上的认
可，这对于土生华人峇迪工业的
更新换代无疑是一个机遇。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
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
本篇完）

峇迪商品标签

3月初，台湾当局所谓“防务部
门”连续发布消息，指解放军包括
19架歼-10在内的大规模机群1日
连续巡航台海，突破所谓的“台海中
线”；2 日又有 17 架歼-10 和 4 架
歼-16巡台。不过，对于美、日、韩
军机逼近台海的事实，民进党却不
敢吭声。

当然，解放军机群巡台，除警告
对岸之外，也在警告外部势力。3月2
日，美军大规模机群继续在巴士海峡
和南海等海空域活动，一度逼近到台
湾海峡南部。美国天天耀武扬威，如
果胆敢做出越界挑衅，解放军有决
心、有能力进行相应的痛击！

3月4日，解放军的9架军机、3架
武装无人机与美、韩战机在台海上空
短暂“交锋”！韩国的3架军机明目张
胆从台岛12海里进入。韩国尹锡悦
上台后，抱紧美国大腿，挑衅中国底
线，放话“不允许中国武统台湾”；把
日本侵略者“转变”为合作伙伴。

乌战僵持经年，很多美国人已
反对美国军备参战。1月31日，美
国最受欢迎的《福克斯新闻》访问左
派名嘴吉米(Jimmy Dore)，吉米认为
乌战背后就是军工复合体的力量主
使，而下一个目标是台湾。军工复
合体积极介入台海问题，以在售台
武器上获利。明明是美国在中国周
边设有四百多个军事基地，却无耻
地反噬中国在“威胁”。民进党马上
指尼克逊是亲俄派，但他在保守派
的电视台讲话，不能简化为“亲俄”。

《亚洲周刊》10期笔锋《中美话语
权与竞争力较量》评论：“拜登政府在
台海问题上，要全面‘乌克兰化’的意
图已经是昭然若揭。据美国评论家
嘉兰·尼克逊（Garland Nixon）透露，
拜登曾被民主党高层问到如何在台
海之战保护台湾民众，拜登回答说台
湾的居民都会在战争中被毀灭。”“而

夏威夷的美国国安研讨会上，题目赫
然是‘台湾沦陷后的世界’，也让台湾
社会感到忐忑不安。”难怪台湾要成
为“地雷岛”。

美国国际关系谋士也提出理论
铺垫，柯比(Elbridge Colby)的新书《否
定的战略》为美国的对台政策提出新
论述，指台海冲突可耗损中国国力、
遏制中国崛起。这与美国以乌战消
耗俄罗斯国力同出一辙，都是借别人
的鲜血来浇灌“美国霸权”的果树。

中美博弈在武斗边缘，展开空前
密集的“文斗”。王毅在慕尼黑安全
会议讲话，提出尊重各国主权，先停
火和谈以解決乌战的12点建议，获得
乌克兰与法、德及欧盟重视，开辟新
的舆论战场，泽连斯基还表示要见中
国领导人，美、英当然感到不爽了。

近来，欧洲出现反战大示威，表
明民众对战火连绵的不满；而美国在
破坏“北溪管道”后大割韭菜，提供高
价能源、粮食给欧洲，引发高通脹，让
不少资金撤离欧洲。中国的建议冲
破西方政客的迷惑和误导，让人民警
觉，不能让这场血战再拖延下去。

中国之前已发表评论美国外交
的“大批判”，以具体事实指出美国

“霸权霸道与霸凌”作风是破坏世界
和平及全球稳定的乱源。在第三世
界与金砖国家引起共鸣，不满美国
在全球建立800多个军事基地、300
多个“科学实验室”，还对各国的内
政指手划脚。却管不好自家的事，
去年4万多人死于枪击案，还有街
头族群暴力、难民等问题。

国际社会也在关注中美在各领
域的博弈和较量。由于美国民主正
在“弱化”，被华尔街操控的政客沉
迷于金融及顶端科技发展，中产阶
级日益衰败。疫情下，美国百万余
人不治身亡，近百万人无家可归。

美国“去工业化”使蓝领急剧萎缩，
民生贫富悬殊，社会严重撕裂，两党
政治因敌视形成各自的“同温层”，
让民众陷入内耗的泥淖。

乌战也成为美国两党的矛盾焦
点，共和党领军人物特朗普公开批判
拜登的乌战策略、军援乌克兰，违反
美国国家利益。还以俄亥俄州的“毒
火车”事件，指拜登政府只知拿钱去
外国打仗，漠视国内灾难，民主党媒
体都噤声，不管当地居民的痛苦。

全球越来越多国家重视中国的
成长模式与安全生活方式。英国
《经济学人》称，尽管西方阵营的主
流社会都“貶低”中国，但不少国家
还是客观审视具体的经济成就。

2月中旬，国民党高层洪秀柱、夏
立言先后参访大陆，国台办再次释放
善意，充分体现出大陆期盼两岸恢复
经贸往来的诚意。夏立言提出三大
诉求，旨在促进台湾社会民生福祉，
保障台湾民众的权益，却遭民进党当
局“抹红”。蔡英文口口声声“愿与大
陆展开对话协商”，“将逐步恢复两岸
人员往来”；而实际上却是口蜜腹剑。

近年来，台湾不少年轻人已冲出
绿营“大内宣”的框架，在中国社交媒
体上发现真实的中国。台湾有良知
的媒体及政治评论员也根据事实报
道，让台湾民众看到“绿媒”“网军”之
外的一线蓝天！了解充满活力、迎风
崛起、創新型社會的中国大陆。

反观民进党当局“七缺八缺”的
政绩，还闹出“鸡蛋荒”！举债向美国
高价买军火，替人看门，还准备接受
美国议员到台湾进行“听证”！被美
国忽悠把“台积电”连人带厂搬走，留
下“憨憨”的台湾人“延长兵役”当玉
石俱焚的“豪猪”！假论文的“小蔡”，
可能想当个“真司机”。请记住，绝不
能把台湾演变成“乌克兰”！

古往今来,世上没有真正
幸福的人，只有真正快乐的
人，因为快乐是一种体验，一
种感受；生活中快乐不必刻
意去寻找，因为快乐是由自
己创造的；其实，快乐时刻伴
随着我们，每天眼睛一张开，
大家都希望过着平安快乐，
无忧无虑快乐无比的日子；
可惜世上还生存着苦多于乐
来生活的人，哪是因为他们
没有快乐的心，不会感受到
快乐生活的甜美。

人生在世，我们在生活
中需要有精神快乐与生活快
乐来促成我们幸福快乐的日
子；但可惜，一般世人眼中能
令自己快乐的，是指大富大
贵，财富权势，名誉地位；其
实，不是指看得见的金钱财
富，而是指内在生命的富足
宽厚，生活愉悦舒适，精神愉
快，合家平安，靠主喜乐的过
日子。

处世人生告诉我们：一
个俯仰云卷云舒不怍，内心
无愧的人，他是天下最富足，
最快乐的人；快乐不假外求
的，知足常乐的人是世上真
正快乐的，他有善行助人为
乐美德，他是上帝所喜悦的
儿女，上帝每时每刻伴随他，
他心中永远充满快乐。

人生在世，我们每个人
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如意的
事，如果我们一味的沉入不
如意的忧愁生活中，只能使
生活更加不如意。那么我们
应该以乐观的心态，看庭前
花开花落，宠辱不惊，望天际
云卷云舒的乐观心态对待人
生；用乐观心态去面对人生；

可以看到青草池边处处花，
百鸟枝头唱春歌；乐观对待
人生是一种机智，乐观的日
子需要争取，需要应用智慧，
可以使自己的人生充满先
机，充满喜乐。

人生在世，世上每个人
都有一个生活共同的体验，
在心情舒畅时喝一杯香茶，
会感到神清气爽，精神愉
快；相反，虽然吃的是山珍
海味，但性情不悦时，情绪
忧闷时，会觉得不合口味，
没有快乐气氛，因为快乐绝
不是每个人都有福分；所以
一个人只要生活衣食住行
圆满，生活就会变为无限喜
乐了；人生在世，一个人生
活过得快乐与否，完全要看
你是否善于发现人生的美
好，是否拥有一颗快乐的
心，快乐的生活。

人生在世，一个人生活
过得快乐与否，完全要看你
是否善于发现人生的美好，
是否拥有一颗快乐的心，快
乐的生活。

人生在世，拥有一颗快
乐的心，对任何人都非常重
要，儿童时期拥有快乐的
心，就会积极进取优越成
绩，欢喜快乐的成长；年轻
人拥有快乐的心，就有信心
克服一切困难，而达到成功
目标；老年人拥有快乐的
心，就会看淡人间烟火，拥
有健康身体，快乐心情，就
会快乐地享受幸福生活，达
到百岁高龄。

古往今来，世上拥有快
乐心的人，他有力量能力克

服一切苦难，坦然地面对逆
境，他们雄心十足，不达到
成功决不言退；因此他们事
业成功，朋友众多，家庭幸
福，心中永远充满快乐。

处世人生告诉我们：一
个心里快乐的人，不是因为
他拥有很多，而是他对人对
事抱怨很少，同时他有一颗
自足常乐的心，相信神今生
今世会赐他取之不尽，用之
不完的恩典；他心中充满喜
乐，他想耶稣一样，心中充
满着爱心，他总是以爱心去
关怀，去激励，去帮助他人，
他以爱人如己的心，与别人
和睦共相处，过着快乐如神
仙的生活，快乐的人，神爱
他。

处世人生告诉我们：其
实快乐并非不能实现，只要
相信神，拥有靠神喜乐的
心，拥有知足常乐的心，快
乐就会无时无刻充满心中，
所以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工
作中，在人际交往中，减少
烦恼，抛弃人与人之间不愉
快事件，专心一意以爱心去
爱亲友们。神会祝福你，赐
你快乐无比的生活。

人生在世，我们不可能
一生一帆风顺，无风无浪，事
事顺利，所谓：天有不测风
云，人有旦夕祸福，你想有个
快乐生活，你要抛开生活中
一切不如意事情，真心真意
迎接神成为你生命救主，把
生活重担交托神担当，让自
己以快乐笑脸去迎接新的一
天，靠神喜乐，成为永远快乐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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